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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选择权交还消费者

曾诗阳

河北省迁西县从供需两端发

力，擦亮板栗品牌，拓展销售渠道，

丰富消费业态，培育消费受众，把

小板栗做成大产业。

奶 茶 这 样 喝 更 健 康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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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板 栗 上 市 时又 到 板 栗 上 市 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胜强王胜强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迁西板栗收购开

秤。”日前，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粒上皇、

金地甘栗、喜峰口板栗合作社等板栗购销企

业代表开秤敲锣，今年的迁西板栗购销工作

全面开始。

“中国板栗数京东，京东板栗数迁西”。

迁西县片麻岩山地土层厚、结构疏松，土壤

富含钙、铁、镁、钠、磷、钾等微量元素，长出

的板栗黏糯甜香。近年来，迁西县从供需两

端发力，擦亮板栗品牌，拓展销售渠道，丰富

消费业态，培育消费受众，把小板栗做成大

产业。

稳定产量 提升品质

稳定产量和提升品质是促进板栗消费

的重要工作。迁西板栗栽培面积常年稳定

在 75 万亩、5000 万株，年产量 8 万吨。“为了

提升板栗品质、促进产业升级，我县在原有

燕山早丰等四大优种的基础上，引进替码珍

珠、燕龙等 11 个优质新品系，建设了 3200 亩

的优种栽培示范基地。”迁西县板栗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郭振畅介绍，该县持续推广板

栗嫁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标准化栽培技

术，建成一批有机板栗生产基地，栽培、采

收、储藏管理逐步走向无害化、科学化。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广栗树枝连年修

剪技术，结合增施有机肥，能把板栗产量提

高 10%到 20%。板栗结果九成靠光照，照不

到阳光的地方白白消耗养分。把过密枝、交

叉枝等影响树内透光、通风的树枝剪掉，来

年满叶时阳光能照进整个树冠，让养分集中

又均匀分配，这样的栗树肯定长得好。”迁西

县林业局果树站站长吴海生说，过去不少栗

农隔年修剪甚至不修剪，板栗产量不稳定，

使用连年修剪技术见效很快。

“我们还推广树下生草模式。过去栗农

使用除草剂，改变了土壤结构，栗树自然长

不好。树下有草，春夏能抗旱，草烂了还能

成为养分修复土壤，板栗产量、品质都上去

了；没有农残，价格也就上去了。”吴海生介

绍，树下生草模式只需控制草的高度，避免

草长得过高影响树下通风，通过物理方式增

产增效。目前，迁西栗农正在逐步接受绿色

种植理念，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

不少栗农种出了有机板栗。

今年，栗农王金忠种植的有机板栗还没

下树就被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订购了大半。

浙江台州消费者梁意 5 年前经杭州朋友推

荐认识了王金忠的有机板栗，“朋友去他家

栗园考察过，不打农药，不施化肥，长出的板

栗口感特别好，生吃甜脆汁足，熟吃甜香粉

糯。”梁意表示，有机板栗虽然价格比普通板

栗贵一些，但她每年都要买，毕竟大家越来

越重视健康和食品安全。

培育品牌 扩大影响

自 2002 年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以来，“迁西板栗”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最具竞争力的地理标志商标、全国果菜产业

十大最具影响力地标品牌等。在“迁西板

栗”大品牌下，紫玉、栗之花、喜峰口、胡子板

栗等 10 枚商标被评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我县持续举办全国板栗产业发展研讨

会、金秋板栗节、栗商恳谈会、名人走栗乡摄

影展等系列活动，推广‘迁西板栗’品牌，栗

花节已连续举办 4 届。”郭振畅介绍，为加强

品牌建设，迁西县不仅对获得省著名商标、

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奖励，还对开设直

营店、销量 50 万吨以上的直营店以及板栗

销售能人给予补贴奖励。目前，“迁西板栗”

在全国有直营店 101 家，并成功进入山姆、

好又多、盒马鲜生等超市。“迁西一家企业还

研发了板栗自动售卖机，正在向车站、商场

等场所投放，消费者扫码付款后一分钟就能

吃上热乎乎的迁西板栗。”郭振畅说。

“板栗产业发展中心还鼓励各板栗企业

开设网站，线上销售大大提高了市场份额。”

郭振畅介绍，前不久举行的板栗暨栗蘑产业

发展大会上，“直播助农进迁西”活动鸣锣开

场，40 名主播在 15 天的“带货竞赛”中，共销

售板栗产品 3.6 万单。

“我们公司总经理也开设了短视频账号

推介迁西板栗。”走进唐山尚禾谷板栗发展

有限公司展厅，生产经理张进财一一介绍起

产品：糖炒板栗、冰栗、即食板栗仁、板栗窝

头⋯⋯“我们不断研发推出新的板栗终端食

品，以适应各类消费需求。就拿即食板栗仁

来说，我们现在有香草、海盐、红茶、桂花、蜂

蜜等多个口味。目前公司板栗系列产品有

40 余种，加上其他深加工农产品，今年销售

额预计可超过 1 亿元。”张进财介绍，除了自

有品牌通过直营店、经销商及各大电商平台

销售，公司还与新农哥、桂发祥、小宝栗子等

品牌合作，把迁西板栗卖到全国各地。

目前，迁西县有板栗企业 35 家，年生产

加工能力逾 1 万吨，板栗系列产品销往国内

180 多个城市，并打入澳大利亚、新加坡、韩

国等海外市场，每年外销鲜板栗 1 万余吨。

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

聚焦板栗又不止于板栗，迁西不断推动

板栗深加工，丰富消费场景，延伸消费业态。

“栗树浑身是宝，果实板栗除了直接食

用，还能加工成板栗饮料、板栗粥、板栗酒，

栗花可以入药或生产护肤品。树下生长的

栗蘑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尚禾谷等企业正

在建设栗蘑多糖提取项目。”郭振畅介绍，迁

西县累计投入科研专项资金 3000 多万元研

发板栗延伸产品。

去年，迁西县还探索板栗树认养模式，

认养客户既能享用板栗果实，也能远程观看

或实地体验板栗树管理、板栗收获。“认养客

户还能免费参与节庆活动，获赠县内景点门

票，享受食宿减免优惠。截至目前，全县

2 万多株板栗树被认养。”迁西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孙志勇说。

板栗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文旅消费，

目前迁西县开发了中国板栗博物馆、国家板

栗公园、花香果巷田园综合体等一批文旅项

目，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0.6 亿元。

迁西景忠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

销售板栗酒的基础上，开启“工业生产+旅

游”模式，改造了生产车间，新建展厅及配套

设施，供游客参观体验板栗酿酒工艺。在迁

西国家板栗公园·归巢部落景区，游客不仅

能吃特色土窑坑烤，住栗树木屋，还能在板

栗文化浓郁的游乐园里游戏，学习体验栗乡

文化。“节假日总是爆满，今年暑假，研学游

团队就接待了近百个。”归巢部落景区创始

人贾春雷介绍。

10 月 5 日，来自北京的游客张丽红一家

六口来到归巢部落游玩。张丽红在网上偶

然刷到了这个网红打卡地的视频，立刻被其

吸引。“周边山山水水玩得差不多了，觉得迁

西板栗有特色，值得一看、值得一尝。”这天，

张丽红一家的午餐可谓“板栗宴”，“烤板栗、

栗子鸡、炒栗蘑、多栗包都吃到了，餐后每人

还来了一支板栗雪糕。有些东西在其他地

方真吃不到。”

下午，一家人在栗精灵创意乐园游玩。

“在沙地里挖栗子，推独轮车体验干农活儿，

通过展板、石墙上的文字介绍学习板栗、农

时、节气知识，别说孩子感兴趣，老人也没见

过。”张丽红说。

当晚，一家人还在栗树木屋住了一夜。

“以前儿子在童话书上看到树屋，跟我说‘咱

们家能不能也住在树屋里’，这次国庆假期

帮他实现了愿望，儿子特别高兴。”张丽红自

己也陶醉其中，“夜晚四周漆黑、静谧，只有

一栋栋树屋散发出暖黄色的光，就是那种在

森林里睡小木屋的感觉，特别温暖、梦幻。”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迁西县共接待游

客 49.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15 亿

元，相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39%和 67%，

整体接待量和消费收入均创历史新高。”迁

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敏介绍，假

期外地游客以京津冀地区为主，除了山水，

不少游客是奔着板栗而来。

“目前，我县板栗产业年综合产值已突

破 25 亿元，全县栗农人均收入中有 5000 多

元直接来源于板栗产业。今后我们将围绕

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大力推动板栗及相关

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丰富市场供给，让板

栗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

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说。

前几天，网友们纷纷晒出“秋天的第一

杯奶茶”。但网上也一直流传着“一杯奶茶

的咖啡因相当于 7 罐红牛”“一杯奶茶咖啡

因含量等于 4 杯咖啡”“奶茶会导致失眠”

“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等说法，引起消费者

担忧。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近日

公布的《中国消费者咖啡因认知及态度调查

（2023）》显示，52.15%的人不知道茶中含有

咖啡因。对此，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

心主任钟凯表示，茶和咖啡同是世界范围

内流行的咖啡因饮品。出于望文生义的原

因，说起咖啡因 ，消 费 者 很 容 易 联 想 到 咖

啡，但“喝茶提神”也是咖啡因的作用。实际

上，茶、奶茶中也都含有咖啡因，但由于大家

对中国传统咖啡因饮品还缺乏全面认识，导

致对“奶茶含咖啡因”这种知识性认知屡上

热搜。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咖啡因最期待的作

用是提神醒脑（91.56%），其次分别是提高运

动表现（45.47%）、提高反应速度（38.75%）及

提高认知功能（36.12%）。中国疾控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刘爱玲研究员告诉记者，咖啡因

可以对人体产生多种影响，例如，可以促进

神经递质释放，增强神经元活性，从而增加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警觉性、注意力

等，但摄入过量也可能导致心悸、紧张、失

眠、胃肠道不适等症状，因此在食用时要注

意适量。

那么，咖啡因究竟存在于哪些植物里？

专家指出，咖啡因天然存在于多种植物中，

如咖啡豆、茶叶、可可豆、瓜拉纳、巴拉圭茶

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咖啡豆提取物”的

知晓率最高，为 89.10%，但对其他含咖啡因

配料的识别率都较低。比如，51.79%的消费

者不知道“红茶浓缩粉”中含咖啡因，63.42%

的消费者不知道“巴拉圭茶提取物”中含咖

啡因，76.05%的消费者不知道“瓜拉纳提取

物”中含咖啡因。

《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

险评估》结果显示，在我国成年消费者中，咖

啡因摄入贡献率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

和咖啡；茶叶对我国消费者咖啡因摄入的贡

献率为 74.80%，远高于其他类别。而未成年

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则依次为奶茶、茶饮

料、茶叶和巧克力。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总工程师李宇认为，

我国目前仅允许咖啡因用于部分保健食品

和可乐型碳酸饮料，但咖啡粉、茶粉、瓜拉纳

提 取 物 等 含 咖 啡 因 配 料 也 可 以 带 入 咖 啡

因。这些含咖啡因配料本身都是允许使用

的，安全性也不是问题，但消费者的识别率

却较低。可以考虑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规

范咖啡因的使用和标识，顺应消费市场的需

求，让企业明明白白地加，消费者明明白白

地选择。

根据《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健

康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 400 毫克咖啡因

是安全的，这大约相当于 4 杯（标准杯）咖

啡。为了方便消费者把控咖啡因摄入量，不

少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澳新等，要

求含有咖啡因的食品饮料明确标识咖啡因

含量。调查显示，88.41%的中国消费者也希

望知晓食品饮料中的咖啡因含量。此外，

75.66%的消费者认为既需要控制产品中咖

啡因的添加量，也应控制自己的咖啡因摄

入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从调查数

据来看，很多消费者已经具备了自我控制的

意识，这很好。可以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教

育，让大家学会通过标签信息合理规划咖啡

因摄入，既达到提神醒脑的目的，又避免过

度摄入带来健康风险。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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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舆情热点，不合理设置

共 享 按 摩 椅 、强 制 扫 码 关

注、现制饮品难选“去冰”等

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影响消

费体验，甚至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

坐 普 通 椅 子 还 是 按 摩

椅、扫码点菜还是人工点菜、

饮品要不要加冰，这原本是

消费者的选择题，却变成了

不少商家硬塞的必选项。根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

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

者服务方式，在自主选择商

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

较、鉴别和挑选。许多举措

推出的初衷是好的，例如，扫

码下单可以减少消费者等候

服务的时间，饮品加冰是商

家在夏季优化产品供给的创

新之举，共享按摩椅是新经

济模式与舒适体验融合的产

物。但一切的前提是，消费

者对此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

权。倘若违背了这一前提，

就不单单是影响消费体验的

小问题，而是有意压缩消费

者的选择空间、侵犯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大问题。

上述问题之所以引起消

费者不满，不仅在于自身选

择权的丧失，还有扫码背后

的 强 制 关 注 和 隐 私 泄 露 问

题，饮料过度加冰的“偷工减

料”之嫌，以及收费按摩椅挤

占普通座椅空间后，被迫“花

钱买座位”的困扰。遭遇这

些问题，一些消费者会因过

高的沟通成本、维权成本而

忍气吞声，但商家应该意识到，消费者的沉默不是默许，只看

眼前利益而罔顾消费者需求，不仅会伤害消费者的权利和感

情，还会败坏自身的形象和口碑，最终消费者“用脚投票”，得

不偿失。

要恢复和扩大消费，就要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便利

消费、放心消费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督促商家将

扫码、去冰的选择权还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

题，要主动出击、及时化解，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

要从严查处、形成震慑，促进行业规范经营、有序发展。此外，

要不断完善消费投诉渠道和处理机制，提高消费纠纷解决效

率，切实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不断提升消费的便利度、舒适

度、满意度。

消费者既是消费的参与者也是消费的监督者，要提高保

障消费自主选择权的意识。当自身合法权益被侵害时，积极

向有关部门、消协组织投诉反映，通过正当途径依法理性维

权，监督商家诚信经营。

交还选择权，不仅是每个消费者的诉求，也是商家诚信经

营的应有之义。商家期待一个繁荣的市场，就应该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元、更丰富、更个性化的消费选择。尊重消费者合法

权益是永远的大前提，与其绞尽脑汁投机取巧“算计”消费者，

不如想方设法优化商品供给和服务细节，把“用户本位”理念

贯穿始终，用实在的产品、更好的体验去打动消费者、增强用

户黏性，积极回应消费者的合理需求。让消费者自愿选择，才

是长远发展之道。

▲▲正 值 板 栗 成 熟 季 节正 值 板 栗 成 熟 季 节 ，，栗 农 在 收栗 农 在 收

获板栗获板栗。。 王爱军王爱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为唐山尚禾谷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小包装图为唐山尚禾谷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小包装

板栗仁灌装生产线板栗仁灌装生产线。。 李向东李向东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迁西板栗迁西板栗甜甜

香粉糯香粉糯，，深受消费深受消费

者喜爱者喜爱。。

李 少 华李 少 华 摄摄（（中中

经视觉经视觉））


